
的胆固醇入肝 ,使胆固醇分泌增多 ,超过胆汁负荷能

力 ,以结晶态析出的胆固醇受成核因素的作用而形

成胆固醇结石。因此致石饲料通过内源性胆固醇合

成增加诱使胆固醇结石形成。

胆固醇结石的形成与胆汁中胆固醇的含量以及

溶解胆固醇的胆酸和卵磷脂浓度有关。 Small总结

了三者关系 ,提出了以成石指数 ( L I)判定胆汁的成

石趋向 , L I大于或等于 1,表明胆汁中胆固醇呈过饱

和状态或恰饱和状态 ,有成石趋向 , L I小于 1,则反

之。京尼平苷组胆汁中胆固醇含量低于模型组 , L I

也小于 1,表明京尼平苷能降低胆汁胆固醇含量 ,减

少成石趋向。 胆结石的形成过程首先是由过饱和的

胆固醇形成结晶 ,结晶聚集成微小结石 ,后者再逐渐

聚合成较大的结石。在成石之前 ,胆固醇结晶是可逆

的 ,即使有微小结石形成也易于从胆道中自然排出。

胆石涂片镜检发现 UDC A组和京尼平苷 100 mg /

kg组中巨大结石明显减少 ,在其周围有许多微小胆

固醇结晶 ,表明京尼平苷抑制胆固醇结晶聚集 ,降低

胆囊结石的成石率。京尼平苷能降低胆汁中因高热

量饮食而升高的胆固醇 ,抑制地鼠胆固醇结石的形

成。有文献报道京尼平苷能显著降低化学毒物 D-

GalN ( D-氨基半乳糖 )致肝损伤大鼠的血清总胆固

醇水平 [11 ]。这些研究揭示京尼平苷的作用靶点可能

是胆固醇 ,但京尼平苷如何影响胆固醇的代谢还有

待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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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痛平颗粒的抗炎镇痛作用实验研究

杨宇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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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 目的　观察炎痛平颗粒的抗炎镇痛作用。 方法　采用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趾肿胀法和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

法研究炎痛平颗粒的抗炎作用 ,热板法和扭体法研究炎痛平颗粒的镇痛作用。 结果　炎痛平颗粒能显著抑制大鼠

足趾肿胀和小鼠耳肿胀 ,延长小鼠的痛反应时间 ,减少扭体鼠数和扭体次数。结论　炎痛平颗粒具有较强的抗炎镇
痛作用 ,且呈明显的量效关系。

关键词: 炎痛平颗粒 ;抗炎 ;镇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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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炎痛平颗粒由大黄、丹皮、桃仁、芒硝等中草药

组成 ,具有清肠破瘀、散结消肿之功能 ,用于治疗急

性阑尾炎、急性胆囊炎、急性盆腔炎、阑尾炎周围脓

肿等 ,疗效显著。我们对其抗炎镇痛作用进行了实验

研究 ,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。

1　材料

1. 1　动物:健康 Wista r大鼠及昆明种小鼠 ,均由中

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。

1. 2　药品:炎痛平颗粒 (自制 ) , 3. 8 g (生药 ) /g;地

塞米松:天津医药公司 ,批号 960812;消炎痛: 山东

省潍坊制药二厂 ,批号 960301。

2　方法和结果

2. 1　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趾肿胀的影响
[1, 2 ]

: 取大

鼠 40只 ,雌雄各半 ,随机分为 5组 ,每组 8只 ,即炎

痛平颗粒高、中、低剂量组 ,生理盐水对照组 ,地塞米

松组 ,各组均按表 1所示剂量 ig给药或生理盐水

( N S) 1 h后 ,于每只大鼠足跖注射 1%角叉菜胶 0. 1

m L,于注射前及注射后 0. 5, 1. 0, 2. 0, 3. 0, 4. 0 h

测右足肿胀体积 ,结果见表 1。

2. 2　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[ 1, 3]:取雄性小

表 1　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趾肿胀的影响 ( x± s )

组别
剂量

( mg /kg)

注射后不同时间 (h )的肿胀容积差 ( cm)

0. 5　 1. 0　 2. 0　 3. 0　 4. 0　

炎痛平颗粒 100 　 0. 22± 0. 05* * 　 0. 40± 0. 08* * 　 0. 55± 0. 02* * 　 0. 44± 0. 11* 　 0. 38± 0. 09

50 0. 28± 0. 10* 0. 49± 0. 06* 0. 62± 0. 03* 0. 44± 0. 07* 0. 37± 0. 10

25 0. 35± 0. 16 0. 54± 0. 08 0. 67± 0. 05* 0. 58± 0. 12 0. 45± 0. 08

N S - 0. 44± 0. 12 0. 64± 0. 13 0. 85± 0. 11 0. 68± 0. 12 0. 48± 0. 19

地塞米松 5 0. 23± 0. 04* * 0. 43± 0. 10* * 0. 55± 0. 04* * 0. 39± 0. 03* * 0. 21± 0. 10* *

　　　　与 NS相比较: * P < 0. 05　* * P < 0. 01

鼠 75只 ,分组方法同 2. 1,每组 15只 ,各组均按表 2

所示剂量 ig给药或 N S,每天 1次 ,连续 9 d,最后一

次给药 1 h后 ,各鼠右耳滴 0. 05 m L二甲苯致炎 , 15

min后处死动物 ,剪下左右两耳 ,用直径 6 m m打开

孔器在同一部位冲下耳片 ,称重 ,以左右耳片重量差

值表示炎性肿胀程度 ,结果见表 2。

2. 3　对小鼠热板法致痛的影响
[ 1, 3]

:选用体重 18～

22 g ,药前痛阈 < 30 s的雌性小鼠 75只 ,根据药前

痛阈和体重随机分为 5组 ,每组 15只 ,各组均按表

3所示剂量 ig 给药或 N S,于药后 0. 5, 1. 0, 1. 5,

2. 0, 3. 0, 4. 0 h测定阈值 ,结果见表 3。
表 2　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的影响 (x± s )

组别 剂量 ( mg /kg ) 肿胀度 ( mg /10 g)

炎痛平颗料 100 　　　 0. 766± 0. 412* *

50 0. 928± 0. 307*

25 1. 463± 0. 309

N S - 1. 581± 0. 641

地塞米松 5 0. 795± 0. 452* *

　　与 N S组比较: * P < 0. 05　* * P < 0. 01

表 3　对小鼠热板法致痛的影响 (x± s )

组别
剂量

( mg /k g)

疼痛反应时间 (h )

药前 药后 0. 5 1. 0 1. 5 2. 0 3. 0 4. 0

炎痛平颗粒 100 18. 65± 3. 21 26. 28± 4. 32 28. 79± 3. 54 30. 98± 4. 01 32. 96± 4. 23 28. 23± 3. 99 26. 67± 4. 15

( 27. 44)* ( 44. 89)* * (50. 93)* * ( 62. 17)* * ( 42. 62)* * ( 28. 27)* *

50 18. 66± 3. 58 24. 85± 3. 66 25. 99± 4. 17 28. 03± 4. 42 30. 22± 4. 37 28. 14± 3. 95 24. 88± 4. 09

( 24. 63)* ( 29. 83)* (40. 55)* * ( 47. 39)* * ( 41. 08)* * ( 25. 03)*

25 18. 87± 3. 67 20. 27± 3. 92 21. 65± 4. 30 21. 99± 4. 51 23. 26± 3. 76 21. 67± 4. 61 20. 88± 4. 05

( 12. 79) ( 14. 08) ( 17. 23) ( 23. 30)* ( 16. 85) ( 12. 89)

N S - 18. 79± 3. 21 19. 02± 4. 23 18. 66± 5. 33 18. 89± 3. 44 18. 21± 5. 09 18. 88± 3. 04 18. 43± 4. 51

消炎痛 10 18. 98± 3. 05 25. 96± 3. 88 29. 33± 4. 11 31. 12± 3. 09 28. 77± 4. 14 28. 51± 4. 65 27. 61± 4. 38

( 25. 66)* ( 46. 85)* * (56. 28)* * ( 41. 79)* * ( 40. 52)* * ( 38. 53)* *

　　　　表中 (　 )内数字为痛阈提高百分率 (% ) ;　与 NS组比较: * P < 0. 05　* * P < 0. 01

2. 4　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[ 1, 3]:取小鼠 75只 ,雌

雄各半 ,随机分为 5组 ,每组 15只 ,分别按表 4所示

剂量 ig 给药或 N S (罗通定为 ip) ,给药后每鼠 ip

0. 6%醋酸溶液 0. 1 m L /10 g,记录 30 min内各组

发生扭体反应数量及扭体次数 ,结果见表 4。

3　讨论

　　疼痛是许多疾病的共同症状 ,急性阑尾炎、急性

胆囊炎、急性盆腔炎等急性炎症疼痛尤为剧烈 ,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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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　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( x± s )

组别
剂量

( mg /kg)

扭体反应

扭体鼠数 扭体次数

炎痛平颗料 100 6 　　 7. 98± 4. 19* *

50 9 29. 33± 5. 67*

25 13 41. 87± 8. 65

NS - 15 44. 63± 6. 91

地塞米松 10 5 8. 22± 4. 03* *

　　与 NS组比较: * P < 0. 05　* * P < 0. 01

用药常以西药为主 ,但副作用较大。炎痛平颗粒符合

“六腑以通为用”的治则 ,重用大黄清热解毒 ,丹皮凉

血散瘀 ,并借大黄苦寒泻下之力将肠中热毒瘀滞荡

涤于下 ,共为君药。芒硝助大黄清热解毒 ,泻下通便 ,

桃仁助丹皮活血化瘀 ,其余诸药合用 ,尤增调气活

血 ,散瘀遣毒、定痛之功效 ,临床应用多年疗效确切。

本实验结果表明 ,炎痛平颗粒能显著抑制大鼠

足趾肿胀和小鼠耳肿胀 ,延长小鼠疼痛反应时间 ,减

少扭体鼠数和扭体次数 ,通过现代药理实验的方法 ,

证实了炎痛平颗粒的抗炎镇痛作用 ,为临床应用该

药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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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滴清滴鼻剂对小儿外感发热降温作用的临床与实验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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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目的　观察一滴清滴鼻剂对小儿外感发热的降温作用。方法　选择泰诺滴剂为对照组进行临床与实验研究 ;

实验动物采用伤寒、副伤寒疫苗及内毒素造模 ,并分别进行观察。结果　临床研究表明一滴清与泰诺总有效率分别为

88. 73%及 82. 85% ,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;两组用药后 1, 2 h即刻降温效果基本相同 ;体温恢复正常不再复升所用时

间 ,一滴清组优于泰诺组。动物实验显示: 一滴清对伤寒、副伤寒及内毒素致家兔发热具有明显解热作用 ,与基质对照

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。结论　一滴清具有快速、良好的退热效果 ,是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有效的中药新制剂。
关键词: 一滴清滴鼻剂 ;外感发热 ;降温 ;临床 ;药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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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perimental and clinic studies of YIDIQINGNOSE DROP as antipyreticin

children with exopathic disea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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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小儿外感发热是儿科常见的急症之一。一滴清

滴鼻剂为我们承担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6青

年基金课题并 1996河南省中医管理局重点新药开

发课题。 该制剂由牛黄、柴胡、二花等 6味药组成。

1997～ 1999年 ,我们用一滴清对小儿外感发热的降

温作用进行了临床与实验研究 ,现报道如下:

1　临床研究

1. 1　临床资料

1. 1. 1　一般资料:选择 6个月～ 12岁的住院及门

诊患儿 106例。以就诊顺序 , 2∶ 1比例随机分为观

察组 71例 ,对照组 35例 ,两组情况见表 1, 2。 可见

治疗组和对照组病例在一般资料及病种、分型方面

均无显著性差异 ( P> 0. 05) ,说明两组病例的选择

和分组符合随机原则并具有可比性。
表 1　临床一般资料

组别 n
男

(例 )
女

(例 )
平均年龄

(岁 )
平均病程

(d )
平均体温

(℃ )

治疗组 71 39 32 5. 75 1. 23 38. 79

对照组 35 20 15 5. 29 1. 18 38. 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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